
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于

广东省惠州市，建于 1984 年。纪念碑高

16.7 米，碑身宽 1.8 米，底座宽 6.4 米，碑

前有 6 尊人物雕像，碑后有一面浮雕

墙。碑身正面“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

碑”11 个金色大字由聂荣臻亲笔题写。碑

座其余三面是铜铸的梅花、苍松、红棉

图案，象征着革命烈士的崇高品质和革

命情操。碑座正面镶嵌着铜铸碑文，全

文如下：

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袁 历史悠久袁
源远流长袁遍及整个粤东遥 从鸦片战争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漫长岁月中袁
革命斗争持续不断袁 革命传统代代相

传遥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袁东江地区建

立党组织袁 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袁
有力地支持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遥 第二

次国内战争开始后袁东江人民举行三次

武装暴动袁建立了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

政权遥 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和第四师袁英
勇顽强袁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遥 工农红

军第十一军袁高举革命红旗袁创建东江

革命根据地袁把土地革命烈火燃遍整个

粤东遥 抗日战争时期袁东江纵队和粤东

各地游击队依靠群众袁团结爱国华侨和

港澳同胞袁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袁威震

南疆袁蜚声海外遥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

湘边纵队袁勇敢作战袁为配合南下大军

解放广东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
成千上万的粤东优秀儿女在祖国

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立下了丰

功伟绩袁永远为后人所怀念和敬仰遥 为

中国革命事业光荣牺牲的烈士们袁永垂

不朽浴
中国共产党惠阳地区委员会

惠阳地区行政公署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碑文概述了东江地区建立党组织、

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建东江革

命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等重大事

件，生动再现了东江人民革命斗争的

光辉历史，深切缅怀了献身东江无数

先烈的丰功伟绩，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深受教育。

1927 年 4 月 15 日，国民党反动派

在广州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

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的领导下，4 月和

9 月，海陆丰人民先后举行两次武装暴

动，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均告

失败。10 月上旬，南昌起义部队 1000

多人从潮汕撤退到陆丰，与中共东江

特委取得联系后进入海陆丰两县交界

的朝面山和惠阳中洞。与此同时，彭湃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积极策划准

备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10 月 30

日，彭湃率起义部队和海丰当地农军

在庵前村举行暴动。几天之内，海陆丰

农军与起义部队密切配合，占领了海

陆丰两县大部分区乡以及惠阳的高潭

区、紫金的炮仔区和五华的部分地区，

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11 月 13 日至 16 日，陆丰举行县工

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陆丰县苏维埃政

府。11 月 18 日至 21 日，召开海丰全县工

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

府，通过的《没收土地案》，明确宣布没

收一切土地并分配给农民，确定了分配

土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这是中国共

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

法规。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农民纷

纷起来没收地主、官僚、军阀的财产，烧

田契、挖田界、平分土地。中共中央机关

刊物《布尔塞维克》专文指出：海陆丰苏

维埃政府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是中

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1929 年 8

月，被毛泽东称赞为“农民运动大王”的

彭湃不幸被捕。在监狱里，面对敌人百

般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毫不畏惧，与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于 8 月 30

日英勇就义，年仅 33 岁。

1938 年 10 月，侵华日军在大亚湾

登陆，相继占领惠州、广州等地。日军

登陆大亚湾 3 天后，东莞抗日模范壮

丁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成立。同

年 10 月，曾生等回到惠阳县坪山，组建

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组织

人民抗日武装。1938 年 12 月，惠宝人民

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

在惠阳县诞生。1940 年 9 月，这两支抗

日武装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3

年 1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

队正式宣告成立。

1941 年 6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第三大队在大岭山百花洞村重创前来

“扫荡”的日伪军。日军出动飞机向被围

困之敌空投粮食、弹药，并前来增兵救

援。战斗持续两天一夜，我军毙伤日军

50 多人。华南日军称这一仗“是进军华

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1944 年 5 月，东

江纵队第三、第五大队和东莞大队，与前

来偷袭梅塘乡东纵领导机关的日军 500

多人，在马山展开激战，毙伤日军近百

人。日军大队长加藤败回樟木头后剖腹

自杀。1944 年 11 月，东江纵队北上抗日

先遣队和独立第二大队夜袭新塘火车

站，歼灭了伪军，摧毁了仓库，活捉了日

军站长阿南中佐，致使日军广九线交通

中断半月。

东江纵队是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广东

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

装，是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

1945 年 6 月，东江纵队发展为 9 个支队

和 4 个独立大队、11000 余人。抗日根据

地从东江向四面扩展，总面积 6 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 450 万。据不完全统计，抗

战期间，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 1400 余

次，毙伤日伪军 6000 余人，包括马史等

3500 余位指战员英勇捐躯，涌现出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战斗英雄黄友、“东江游击

队之母”李淑桓等英模人物。朱德在党的

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

将包括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在内的华

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

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9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

边纵队联合发表宣言，宣告粤赣湘边纵

队在惠东成立，旋即对东江各地的部队

进行改编。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以东江、

韩江为中心的战略基地，粤赣湘边纵队

发动春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广东省保安

第四师师部和保五团，先后解放龙川、五

华、连平等县城。1949 年 7 月之后，粤赣

湘边纵队各部队乘胜出击，迅速解放了

江南、九连、江北和五岭的广大乡村和

10 余座县城，解放人口增至 400 余万，

作战部队从初期的 470 多人发展到后来

的 3.8 万余人，建立了 400 多万人口、纵

横千里的解放区，为解放华南作出了突

出贡献。

渊曾鹏飞 党恒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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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震南疆的革命斗争
———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2024 年是温州和平解放 75 周年。

1949 年 2 月中旬，浙南游击纵队首次组

织攻打敌军县城的军事行动，即“泰顺攻

城战斗”。此战的胜利，揭开了浙南人民

武装利用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依靠自

身力量提前解放浙南的历史序幕。浙江

省档案馆保留着两份敌军当时的求救电

报，见证了泰顺攻城战斗的历史情形。

一份是国民党泰顺县长凌九霄在

1949 年 2 月 20 日发给时任浙江省政府

主席陈仪的电报。“杭州，省政府主席

陈：筱晚（2 月 17 日晚），共军 1000 余攻

县城。决战一昼夜，卒以众寡悬殊，致被

攻陷。经率队冲杀。巧晚（2 月 18 日晚）

始退出。现弹尽孤立。请转电陈旅长（陈

柬夫），速派队驰援。否则，恐难支持。职

凌九霄。哿（2 月 20 日）。”

另一份是国民党寿宁县长陆舆在

1949 年 2 月 19 日致电浙江省保安司令

陈仪的电报。“杭州，省保安司令陈：密。

据报，共军万余巧日子（2 月 18 日凌晨

子时）陷泰顺县城，万恳即援。寿宁县长

陆舆，效寅（2 月 19 日寅时）印。”

两则电报文字虽短，但充分显现出

敌军的极度惶恐和解放军的强大攻势。

当时，全国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浙南

游击纵队在瓯江南北发起全面攻势，形

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为了配合解

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浙南特委和游

击纵队司令部决定组织攻打泰顺县城，

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浙南的“后

方”打出新局面。

2 月中旬，参加攻城战斗的浙南游

击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尧第三中队）、浙

南第二县队和第三县队、浙南地委警卫

队第三分队、青景丽县委警卫队等部，

共计 410 多人，在泰顺包垟乡小院村完

成集结。针对泰顺县城高据上游、城垣

工事坚固的特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

训练和思想动员，制订了“采用夜战袭

击，组织突击队，利用云梯攀城强登”的

战术。2 月 17 日夜 10 时，部队行至离城

5 华里的毛垟坪。18 日凌晨零时，部队分

西北路、东南路两路向泰顺县城发起进

攻。西北路部队首先抵达西门外，在城

墙脚下敌人之火力基本上射击不到的

“死角”处架起云梯，在火力掩护下英勇

登城。经过激战，西城门被突破，西城楼

的残兵狼狈地逃往凤凰山上的北碉。破

城后，除留部分兵力在城外作掩护外，

其余都随突击队冲进城里，与敌人展开

巷战。随后，东南路部队也从南门登城，

打开了南城门，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

内。不到两小时，战斗基本结束。

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先后攻占

了国民党泰顺县政府、县党部、自卫队

驻地、警察局、邮政局、电台、军火仓库，

并打开监狱，释放了 30 多名被关押的

无辜群众。除北、东、南碉堡外，城区皆

被控制。这时天已亮，为了避免伤亡，部

队准备晚上再攻打敌碉堡。地方干部和

政工干部开展群众工作，有的挨家挨户

访问、有的张贴标语、分发传单。此仗，

共击毙敌 6 名（包括敌中队长戴期仓），

伤敌 3 人，活捉敌电台台长等 11 人，缴

获枪支 80 余支、子弹 7000 多发、手榴

弹 300 多枚、电台 1 部以及其他军用品。

在战斗中，游击队负伤 5 人，牺牲 1 人。

18 日傍晚，为了给敌军造成我军怯

战的假象，并引诱附近县敌人部队前来

救援。第一支队遂向泰顺县城敌人北碉

发动佯攻，攻城部队主动撤出县城，退

往城郊毛垟坪休整。22 日，我军在泰顺

南山岭头、南浦吴山等地全歼了从文成

县前来救援的敌军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取得“泰顺攻城打援战斗”重大胜利。这

次战斗，是浙南游击纵队创建以来首次

攻占县城并歼敌一个整营的大胜仗。浙

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曾给予高度评价：

“泰顺战役乃我浙南武装斗争发动以来

之空前大胜利，并为我浙南解放战争中

攻坚战、歼灭战及连续作战之最好范

例。”为此，中共华东局和中共闽浙赣区

委还发来嘉奖。

泰顺攻城战斗发生后，国民党泰顺

县长凌九霄匆忙钻进地道，逃往凤凰山

城头北碉，一时不敢出来。又因敌电台被

我军占领，就被迫以拨打有线电话的方

式告知附近国民党寿宁县、景宁县政府，

转而向浙江省国民党政府、省保安司令

部求救。其中，1949 年 2 月 20 日发给浙

江省政府主席陈仪的电报，上面注明以

景宁有线电话发出。电报中称“共军

1000 余”“共军万余”都是扩大的虚报数

字，目的无疑是凌九霄想引起上级国民

党当局的重视，快速求得更多的救兵，当

然也可以借此脱卸城池失守的责任。

渊杜汶纹冤

军史文物

两份电报见证泰顺攻城战斗

1935 年 8 月 13 日，红二十八军游

击至立煌县渊今金寨县）燕子河地区，

得知国民党军第 65 师第 195 旅第 390

团一个营（后来得知是一个团）进驻花

凉亭，企图阻截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

军政委高敬亭与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

政委方永乐等人分析认为，驻花凉亭

之敌是分散孤立之敌，与敌军其他据

点相距甚远，不易得到援助。我军当时

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士气旺盛，若以长

途奔袭、速战速决的打法是完全可以

取胜的。根据上述分析，高敬亭立即作

出“夜袭花凉亭”的决定，命令部队于

当日下午急行军 20 余公里，在黄昏前

隐蔽进至花凉亭南侧地区集结待命。

方永乐作简短的临战动员后，各部队

趁月夜接近敌军。

花凉亭位于立煌县方家坪通往霍

山县城的大道上，是一个有着二三十

户人家的小集镇，地处大别山腹地，大

道两侧山峦起伏，林深草茂，道路狭

窄，集镇西南侧和西北侧各有一道山

岗，地形比较复杂，便于红军隐蔽接

敌。敌军在花凉亭南侧高地和东北侧

高地部署了一个连的兵力，并构筑了

野战工事，阵地前沿有树干设置的鹿

砦障碍；在黑桃湾东侧长行高地亦部

署了一个连，配有重机枪火力，以保障

花凉亭侧后的安全；其余兵力分布在

花凉亭和田湾大瓦房地区；营指挥所

位于花凉亭。

22 时许，按预定作战计划，红二十

八军特务营首先向花凉亭东北侧高地

发动进攻；手枪团和第 244 团 1 营在方

永乐的带领下向敌花凉亭西南侧高地

发动进攻，并相继攻克花凉亭西南侧高

地和田湾大瓦房；2 营在进攻敌黑桃湾

东侧长形高地时，发现高地上敌人的 2

个机枪火力点正在向手枪团和 1 营进

攻方向疯狂扫射，营长立即命 6 连副连

长带一个班，迎着敌人猛烈的火力，迅

速摸上去用手榴弹将其炸毁。战斗中，

干部带头冲锋、勇猛指挥，战士顽强拼

搏、不怕牺牲，充分发挥我军近战特长，

奋勇杀敌。

正当各路部队进攻得手、准备向

花凉亭集镇发起围攻时，红二十八军

突然从俘虏口中得知，敌驻花凉亭的

兵力实际上是一个团。鉴于敌情变化

和天将拂晓的实际情况，方永乐立即

下令撤出战斗。

此战，红二十八军毙伤敌 200 余

人，俘敌 100 余人，缴获步枪 200 余支、

轻重机枪 7 挺、迫击炮 1 门、各种子弹 1

万余发，以较小代价取得了较大胜利，

并积累了夜间作战的初步经验。参加过

此战的林维先，之后在为《皖西革命回

忆录》撰写的《红旗永不倒（代序）》中，

专门提到了花凉亭战斗，他说：“这是三

年游击战中我军进行的唯一的夜间攻

坚战斗，不仅取得了重创敌军一个营的

胜利，也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

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

渊胡遵远 熊杨燕 王静冤

夜袭花凉亭：

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中
唯一的夜间攻坚战斗

李学孟：

太岳抗日根据地著名的民兵英雄

李学孟是太岳抗日根据地著名的

民兵英雄，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

了不朽的功勋，在沁源围困战中为保

护乡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山西省沁源县县城南八公里

处，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因一眼

泉水从东边大杨树下流过，所以取名

“阳泉村”。1930 年，19 岁的李学孟跟着

父母从山东一路逃荒到山西，就定居

在沁源县这个美丽的村庄里。

1942 年 10 月，为“蚕食”太岳抗日

根据地，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

次派兵一万六千人，攻占沁源县城，用

“铁壁合围”、“梳篦式”等战术“清剿”

抗日群众，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八路

军太岳军区主力带领沁源县地方民兵

团结奋战，将八万多百姓迅速转移到

山区，把沁源县城瞬间变为空城。一场

艰苦卓绝的占领与反占领、围困与反

围困的沁源围困战打响了。

在太岳区的地方武装中，李学孟

领导的一区民兵是沁源围困战中一支

重要的有生力量。李学孟不仅活跃在

城南的阎寨、霍登一带，而且还在城北

不断伏击敌人。他们坚壁清野，把碾磨

拆毁、水井填死；白天转战山头，打麻

雀战；夜晚摸进据点，解救乡亲，拉走

耕牛。

一次，李学孟在断金桥截击敌人，

激战一小时。由于寡不敌众，李学孟立

即让民兵脱下几件衣服，挂在山顶树枝

上，自己带领队伍顺路撤退。敌人摸不

清情况，集中火力向山顶上的衣服射

击。等到敌人发现上当时，对面山上打

过来一排排的机枪子弹，给了敌人一个

痛击。

李学孟的民兵队声东击西，威震太

岳山，日伪军闻风丧胆，也恨之入骨。

1945 年 2 月 12 日，农历新年除夕夜，由

于汉奸告密，日伪军二百多人分三路包

围了李学孟住的窑洞。李学孟沉着应

战，弹无虚发，让敌人无法接近。敌人逼

迫抓来的百姓向窑洞扔手榴弹，百姓不

干；又强迫百姓刨窑洞，但天寒地冻，土

刨不下去。恼羞成怒的敌人又抓来李学

孟的义父劝其投降，声称李学孟再不出

来，就杀掉他义父全家和被抓去的几十

个乡亲。李学孟不忍连累众乡亲，毅然

跳出了窑洞。

从除夕之夜到初一黄昏，李学孟孤

身与敌人鏖战近二十个小时，毙伤十多

名日伪军。

1945 年 ２ 月 14 日，农历正月初

二，敌人用尽酷刑，李学孟始终威武不

屈，残忍的日军将李学孟斩为三段。李

学孟牺牲时，年仅 34 岁。

一个月之后，英雄的沁源县二万多

军民对日寇发起总攻。敌据点周围布满

了四千颗地雷，沁源县城四周山头上插

满了鲜艳的红旗，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

困战终以敌人的溃败宣告结束。而为了

今天的和平，沁源人民失去了两千多名

像李学孟一样的英雄儿女。

渊赵镭饷冤

中华英烈

位于安徽省金寨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纪念园鸟瞰图

参加野泰顺攻城打援战斗冶的部分指战员

1949年 2 月 17 日至 18 日泰
顺攻城战斗模拟场景渊摄于 1950 年冤

野泰顺攻城打援战斗冶 中缴获
的部分武器


